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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積極爭取「港資港仲裁」
冀在自貿區擴適用範圍 讓灣區粵港澳企業可選港作仲裁地

「2024貿仲粵港澳大灣區爭議解決高峰論壇」昨日在港舉行，香港特區政府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律政司於上月發布《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行動綱

領》，闡述未來就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的基本方針、發展路向和具體政策措

施。他強調，律政司一直積極爭取「港資港仲裁」措施，從現行機制下容許在自

貿區擴大適用範圍，讓更多大灣區的粵港澳企業可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推動區

內法律和爭議解決專業優勢互補，以促進市場銜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該高峰論壇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主辦，貿仲香港仲裁中心承辦。

林定國在致辭時表示，世界動盪變革，與機
遇並存，法律界也不例外。面對種種挑戰和
變數，如何從中把握機遇，開創新的時代，
是非常合適和迫切需要研究的主題。粵港澳
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
的區域之一，擁有「一國、兩制、三法域」
的獨特背景。「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23年4
月考察廣東時表示，大灣區是新發展格局的
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
代化的引領地。」
他提到，律政司上月發布《粵港澳大灣區
法治建設行動綱領》，闡述未來就粵港澳大
灣區法治建設的基本方針、發展路向和具體
政策措施。在落實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
設的工作規劃中，律政司以「三連、兩通、
一灣區」作為基本方針，積極透過「三
連」，實現「兩通」，達至「一灣區」的目
標。
他說，該「行動綱領」是律政司繼2023

年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專責小組」及2024

年在專責小組轄下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律師顧
問小組後以行動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法治
建設。律政司亦會持續透過現行與粵港澳大
灣區內相關部委建立的機制，包括與廣東省
司法廳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法務司於
2019年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
議，及2022年由行政長官與廣東省和深圳
市政府領導設立合作專班，加強粵港和港深
法律交流和協作。
行動綱領的「三連」是指機制對接、規則
銜接及人才連接。在機制對接方面，香港與
內地現在已簽訂了9項民商事司法協助安
排，包括和仲裁有關的相互認可和執行等事
宜。《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
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於今年
1月29日生效，有助減少當事人在兩地就同
一事情爭議重複提出訴訟的需要，更好平衡
債務人和債權人的權利，優化營商環境。

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
就人才連接方面，律政司將進一步善用香
港為境內唯一的中英雙語及普通法制度的獨

特優勢以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
院。學院將透過能力建設，包括舉辦國際投
資法及國際投資爭端調解及仲裁技巧培訓課
程等，為粵港澳大灣區匯聚及培養更多具有
國際視野、助力國家建設涉外法律人才隊
伍。
林定國指出，今年粵港澳三地將爭取設立

統一的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以及推進
設立大灣區仲裁員名冊，以促進三地人才
「軟聯通」和爭議解決的實務接軌。展望未
來，律政司將透過行動綱領的「三連、兩
通、一灣區」的基本方針以行動說話，以互
惠共贏為目標與大灣區內其他地區合作，助
力大灣區建設市場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上海國際仲
裁（香港）中心昨日正式落户香港。香港特區
政府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在社交平台表示，香
港是上海國際仲裁中心（SHIAC）首個在內地
以外設立的仲裁中心，勢必令到香港在高端仲
裁服務方面如虎添翼，鞏固香港在亞太區國際
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的地位。

張國鈞：港仲裁服務如虎添翼
張國鈞介紹，上海國際仲裁中心（SHI-

AC）成立於1988年，在過去35年來為國內
外商事參與者提供專業高效的爭議解決服
務。香港是SHIAC首個在內地以外設立的仲
裁中心，勢必令到香港在高端仲裁服務方面
如虎添翼，鞏固香港在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
議解決服務的地位。
他又指，自2003年律政司與上海市司法局
簽署《法律服務合作協議書》起，滬港兩地

在法律合作交流方面取得了
良好的成果，兩地均有互派
法律工作人員進行短期實習
或接受培訓課程；而兩地的
律師事務所亦互相設立分支
機構，促進了兩地法律服務
的多元化發展。
他強調，香港會繼續發揮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
獨特優勢，配合中國式現代
化高質量發展，積極把握國
家發展新質生產力所帶來的
龐大機遇，滬港攜手助力推進國家的法治建
設。
4月2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與上
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龔正主持了上海國際仲
裁（香港）中心啟動儀式。李家超致辭表
示，這是滬港創新合作的新一個里程碑，也

將為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下建設亞太區國
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注入新動能。
目前，上海國際仲裁中心《仲裁人名冊》
共有1,463名仲裁員，來自 80個國家和地
區，外籍及港澳台地區仲裁員 382名，佔比
達 26.11%。

上海國際仲裁中心落戶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二十六屆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商事仲裁
大會（ICCA）昨晚開幕，超過70個司法管轄區逾1,300位
國際仲裁界專才出席。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代表特區政府致
辭，強調香港具有獨特優勢，是國際商事仲裁絕佳地點。
林定國感謝 ICCA 選擇在香港舉辦本屆大會，並指
「ICCA」是「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ercial Arbi-
tration」的簡稱，亦可以用來表達香港作為國際商事仲裁
絕佳地點的獨特優勢和特質。
「I」－Institutional support，所指的是機構支持，香
港自家品牌HKIAC去年處理的爭議涉總金額達928億港
元，創歷史新高，亦持續被譽為全球最受歡迎的仲裁機構
之一。
「C」－Comprehensive legal framework，仲裁在香
港擁有全面周詳的法律架構，總體由《仲裁條例》規管，
亦實施不同安排，包括支援靈活融資選項，以及香港特區
與內地相互法律協助安排。
在相互法律協助安排下，截至2024年3月，香港的仲裁

機構已處理向內地法院提出的118項臨時措施申請，相關
法院已就超過163億人民幣資產發出了令狀。
「C」－Court's pro-arbitration approach，香港法院
支持仲裁，由最近由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等頒布的數項判
案書可見一斑。C v D [2023] HKCFA 16 的判案書，認可
了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與管轄權(jurisdiction)之間的區
別，並界定了應由仲裁庭作裁決的問題，從而限制法院對
仲裁過程的干預範圍。
「A」－Accessibility to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com-

munity，我們歡迎來自內地及世界各地的朋友參與在此進
行的國際仲裁。根據「為來港參與仲裁程序的人士提供便
利先導計劃」，由去年3月到今年3月，共96人在無須獲
得就業簽證的情況下，獲允許參與香港的仲裁程序，方便
仲裁員、專家和事實證人、仲裁律師以及仲裁程序各方來
港參與仲裁活動。
林定國希望，各出席者除了參加這次大會的官方活動和
周邊活動，也能有機會體驗香港的生活，品嘗香港美味的
食物、體驗香港獨特的文化，欣賞香港美麗的風光，從而
認識到香港仍然是一個非常開放、友好及多元化的國際社
會，同時擁有堅實的法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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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仲裁（香港）中心正式落戶香港。 張國鈞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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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在一個論壇上表

示，政府一直積極爭取「港資港仲裁」措

施，在現行機制下容許在自貿區擴大適用

範圍，讓更多大灣區粵港澳企業可選擇香

港作為仲裁地，推動區內法律和爭議解決

專業優勢互補，以促進市場銜接。香港有

處理仲裁的明顯優勢，擴闊「港資港仲

裁」適用範圍，有利增強香港商界在內地

投資創業的信心，推動香港成為亞太區國

際法律、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服務樞紐，

香港應充分運用處理仲裁事務、人才培養

等方面的豐富經驗，助力大灣區乃至國家

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

境。

「港資港仲裁」即是內地港資企業可選

用香港法律作為民商事合同的適用法律，

並且可在香港進行仲裁。目前有關措施只

在上海自貿區和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試行。擴大「港資港仲裁」適用範

圍，例如拓展至大灣區，意味在大灣區內

地城市投資設廠的港資企業可以受惠，吸

引更多港企北上發展；香港與內地已簽訂

了9項民商事司法協助安排已於今年1月

29 日生效，包括和仲裁有關的相互認可

和執行等事宜，「港資港仲裁」適用範圍

擴展到整體大灣區，讓更多大灣區企業可

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利用香港通過仲裁

解決爭議的法律專業優勢服務，促進市場

銜接，優化營商環境。

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擁有完善的

法律制度和獨立的司法審判，沿用國際商

貿界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十四五」規劃

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都

表明，支持香港建設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爭議解決中心；根據英國倫敦瑪麗女王

大學和美國偉凱律師事務所聯合發布的

《2021年國際仲裁調查》，香港再次被評

為全球最受歡迎的仲裁地第三名；今年2

月，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這是中央

不遺餘力支持香港發展國際法律和調解服

務的重大舉措，期望香港向世界各國政府

及各國際組織提供訴訟、仲裁、調解等

「一站式」服務；昨日上海國際仲裁（香

港）中心正式落戶香港，是上海國際仲裁

中心首個在內地以外設立的仲裁中心。事

實充分顯示，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公

信力得到香港、內地及世界各國的廣泛認

可。

世界經濟重心移向亞洲，中國內地經濟

穩步增長、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堅定落實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催生海量的商

貿、民事交易，也相應衍生更多爭端，最

理想的辦法是在進行交易的地區內解決爭

端。持續推進「港資港仲裁」措施，不斷

積累經驗，為內地和海外企業提供優質法

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不僅有利香港把握建

設國際仲裁中心的黃金機遇，更為國家擴

大「朋友圈」、拓展「一帶一路」創造更

大的協同發展效應。

香港法院在處理仲裁事務方面穩健而經

驗豐富，亦有許多從事仲裁多年的本地和

外國業者，對區內跨境仲裁業務的文化差

異有深刻了解，香港應發揮所長，協助國

家培養更多高層次的國際法律仲裁服務人

才，深化交流互動，推動兩地仲裁服務高

質量發展。

擴闊「港資港仲裁」
內地五一長假昨日結束，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

長楊潤雄表示，五一黃金周首4天有超過67萬內

地客訪港，預料能為本港帶來超 20 億元的收

益。今年五一黃金周訪港內地客，第一次來港的

年輕「首遊族」成為新生力量，香港應花心思研

究如何吸引更多「首遊族」，如何讓「首遊族」

在香港有良好旅遊體驗、渴望再來。同時，文旅

深度遊的新趨勢，要求香港下決心投資旅遊，加

強旅遊交通基建和總體發展規劃，形成「全社會

一齊做」的良好局面，加快香港旅業重振。

楊潤雄昨表示，整個五一黃金周內地客最終來

港數字，會接近原先估算的80萬人次，截至前

日早上，共有約560個旅行團訪港，維港兩岸的

食肆及店舖都反映，生意額受煙火匯演帶動，錄

得兩三成增長。五一黃金周在雷暴、紅雨等不利

天氣影響下，內地客訪港仍符預期，足見政府大

辦盛事經濟已見成效，增強香港振興旅遊的信

心。目前政府和業界皆認識到，本港旅遊已不能

再依賴過往「買買買」模式，而應根據文旅體驗

等深度遊模式轉變而調整。政府應認真總結五一

黃金周的成功經驗與不足之處，拿出振興本港旅

遊的新措施。

分析五一黃金周訪港旅客的具體情況可見，

第一次來港旅遊的年輕「首遊族」成為重要「新

血」。這些年輕「首遊族」，大多來自大灣區內

地城市及內地已開通「個人遊」的51個城市，

他們充滿活力、興致勃勃地於風雨中去香港堅尼

地城、銅鑼灣、尖沙咀等各類「網紅地」打卡，

到博物館、藝術館去欣賞藝術，乃至冒着暴雨參

加歌星演唱會。年輕「首遊族」對中西文化薈萃

的香港的憧憬，通過社交媒體的傳播，感染、吸

引更多從未來港的內地及東南亞年輕人。

目前內地從未來過香港的年輕群體，相信數字

仍十分可觀。在中央支持下，新開通個人遊的城

市名單將越來越長，如何吸引內地年輕「首遊

族」來港，應成為政府和業界積極考慮的一個重

點。綜合各方建議，一是要製作權威全面的電子

化遊覽圖，且資訊要隨時更新，並配備完整交通

指引，方便手機查閱、導引；二是要發揮本港中

西文化薈萃及「一國兩制」優勢，多舉辦各類參

與性高的盛事，打造旅遊時尚潮流，讓年輕人每

季、每月都有來港的理由；三是做好服務，增強

「首遊族」在港旅遊的美好體驗，讓他們意猶未

盡、來了還想再來，如可借鑒澳門「誠信店」模

式、聯動商戶提供優惠等，增強來港遊誘因。

吸引「新血」之外，力拓深度遊亦已成為政府

與業界共識。深度遊如海島遊、山水遊、海洋運

動旅遊、文化藝術鑒賞遊等，可吸納更多優質過

夜客，值得政府與業界從長計議、認真謀劃。

綜合各界建言，一是為酒店客提供標明需時多

長的旅遊方案推薦，如3小時遊覽方案、8小時

遊覽方案等，最好有到酒店接送的交通車服務，

方便商務旅客根據停留香港時間，安排在港旅

遊；二是要新增海島遊、行山遊、海洋運動遊等

參與度高的深度遊的宣傳推廣力度，吸引全球相

關愛好者來港參與體驗，並提供完備的旅行社服

務配套；三是政府要加快提供前往海島的日常交

通服務，為一些未有水、電而風光優美的海島開

通水電，完善基建設施；四是政府要鼓勵業界投

資旅遊，建設文旅設施。

本港大辦盛事經濟，是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結

合、推動旅遊復甦的好開端。政府應再接再厲，

多與業界溝通、傾聽建言，形成「全社會一齊辦

旅遊」的共識和行動，集思廣益、群策群力，下

決心精準投資、做好香港旅遊總體規劃，讓香港

旅遊復甦步伐更加穩健有力。

力吸「首遊族」拓展深度遊


